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怀念核物理学家虞福春教授!

陆! 埮%，& ! ! 罗辽复# ! ! 王! 凡" ! ! 许伯威’

（%! 南京大学天文系! 南京! #%$$("）

（#! 内蒙古大学物理系! 呼和浩特! $%$$#%）

（"! 南京大学物理系! 南京! #%$$("）

（’! 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! 上海! #$$$"$）

摘! 要! ! 回顾了虞福春教授一生的业绩) 他是一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，%(*$ 年，他最早发现核磁共振谱线的化

学位移，为核磁共振技术在化学领域的应用打开了大门，他测定了许多原子核的自旋和磁矩，为检验核壳结构模型

作出了重要贡献) 他又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，培养了一大批物理人才，他的教学思想已经影响了几代学生)
关键词! ! 核磁共振，化学位移，磁矩，核壳结构

!! #$$" + $" + $, 收到

&! 通讯联系人) -./012：3245 674) 894) :6

! ! 惊悉虞福春教授于 #$$" 年 # 月 %# 日不幸病

逝，深感悲痛) 他的逝世是我国核科学事业的一大损

失，也使我们后辈失去了一位令人尊敬的导师)
虞福春先生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，祖籍福州，

%(%’ 年 %# 月生于上海市) %("; 年，他毕业于北京大

学物理系) 曾先后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和西南

联大物理系工作 %$ 年) %(’; 年赴美留学，%(’( 年在

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物理系获博士学位) 随后在美

国斯坦福大学物理系做博士后研究，成为 <) =2>:?
学派的重要成员，在原子核自旋、磁矩和核磁共振领

域作出了一批先驱性的工作) %(*% 年回国后，一直

在北京大学任教授，从事教学工作)
虞先生在攻读博士学位和做博士后研究期间，

正是核磁共振和核壳结构模型的始创时期，这两个

项目以后导致了 %(*# 和 %(;" 年两次诺贝尔奖的颁

发) 他的研究对这两个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) 他

（与 @) A) BC>:3>C 合作）是世界上最早发现核磁共

振谱线与核所在的化学环境有关（称为核磁共振化

学位移效应，其实也可称为 BC>:3>C + D4（ 虞）效应）

的科学家，现在核磁共振已经成为化学、生物化学领

域高精密的标准测量手段之一) 他发现的自旋耦合

劈裂效应，为核磁共振波谱学奠定了基础) 他精确测

定了 #$ 多个稳定核素磁矩，为核结构研究打下了基

础，对检验核壳结构模型作出了重要贡献) 在这短短

的三五年时间内，成果如此显赫、丰硕，令人敬佩) 他

严谨的工作作风和扎实的实验功底，为我们树立了

榜样)
核磁共振现象首先是在 %(’; 年由哈佛大学的

-) E) B4C:822 和斯坦福大学的 <) =2>:? 发现的) 在

此后的 * 年中，这个手段只有物理学家使用) 虞先生

%(*$ 年在斯坦福大学发现的核磁共振化学位移效

应打开了核磁共振技术在化学领域应用的大门) 化

学家很快认识到核磁共振谱对探测复杂分子中的微

小结构变化是非常有效的) %(*, 年发表了蛋白质

（核糖核酸酶）的第一个核磁共振谱) 随着超导磁铁

代替铁芯磁铁系统的出现，核磁共振进一步进入了

生物化学领域) 人们可以在硕大的生物聚合物中

“看见”单个的质子) 氢键引起的谱线的化学位移是

研究这类聚合物结构和功能的重要手段) 质子核磁

共振谱的化学位移已经为分子生物学家提供了大量

蛋白质结构和动力学信息) 现在，核磁共振已经成为

和 F 射线相提并论的两种主要的测定蛋白质结构

的实验方法之一) 从某些方面来看，核磁共振具有

更诱人的前景，因为 F 射线结构分析要求先对样品

进行结晶，而核磁共振方法没有这样的要求) 而且，

F 射线结构分析主要决定于样品中电子云的散射，

因而对重元素灵敏) 然而在有机化学和生物聚合物

中，比比皆是的、而且在生物功能中扮演特殊重要角

色的氢元素和质子，它们在 F 射线结构分析中可能

看不到，但由于质子磁矩很大，对核磁共振就特别灵

敏) 作为分子生物学和蛋白质工程中如此重要而基

本的实验方法———核磁共振，它所依据的原理主要

就是虞先生发现的核磁共振化学位移效应)
尽管核磁共振的化学位移对于分子生物学实验

是如此重要，但很少生物化学家知道虞福春先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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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字，虞先生的原始论文也似乎并没有一个和“ 化

学位移效应”相匹配的高引用率! 即使在信息通畅

的今天，这种“遗忘”现象在学科的交叉发展中仍然

存在! 虞先生淡泊地度过了一生，没有多少荣誉，没

有多少桂冠! 然而，他给世界留下了丰富的科学财

富，他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! 当后人用核磁共振的

化学位移效应来研究大分子的结构时是不应该忘记

这位先驱者的!
核壳结构模型是 "#$# 年由美国芝加哥大学的

%&’(& )*+,,+’- %&.+’ 和德国海德堡大学的 /! 0&12
3! /+12+1 创立的! "#$# 年是原子核壳模型刚刚提

出的年代，自旋轨道耦合引起能级较大劈裂是壳模

型为了得到正确的幻数（ 也即正确的单粒子能级）

的一个重要假设! 壳模型的另一假设是原子核基态

中成对核子耦合成自旋为零的对，核基态的自旋和

磁矩由最后一个不成对的核子的自旋和磁矩决定!
核的自旋和磁矩成了检验壳模型假设的重要数据!
当时这些数据还较缺乏，有的磁矩只知道数值不知

道正负号! 虞先生和 4’*5-*’ 等人在 "#$#—"#6" 年

间用核磁共振技术测定和检验了 7+#，8"6，9":，

%;<6， =>?6，?:， @5$6， A6"， %166， =*6#， %*#6，#:，

B1""?，""6，@1""6，@C"<"，"<?，D+"<#，"?"，E+"F6，"F:，4-"#6，

0;"##，7(<G#等 <$ 个核的磁矩和自旋，确定了其中不

少核磁矩的正负号，证实了的确是最后一个未配对

质子或中子在起作用! 有些核原有自旋数据不对，例

如 =*6#原定的自旋为 6 H <，后经虞先生等从磁矩测

定中得到改正，应为 : H <，对应轨道为 I: H <，和壳模型

预言符合! %*#6，#: 中的中子处于 J6 H < 轨道也是由他

们测定磁矩为负值而定下来的! 9": 的自旋也由他们

的磁矩测定而定出，为 6 H <，对应轨道为 J6 H < ! 这些测

定对于早期验证壳模型理论起了很重要的作用!
虞先生也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，是我们尊敬的

老师! 半个世纪以前，我们在北京大学物理系读普通

物理课程时，虞先生就教我们“ 光学”! 他是一位实

验物理学家，但他的讲课却非常重视理论系统! 例

如，他讲的菲涅耳（K! /! L’+21+>）原理，概念清晰、推

导严谨，使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物理理论的力量! 当

然，他也非常强调实验的头等重要性! 但是，他并不

停留在实验本身! 无论实验结果，还是实验方法，他

都还要从理论上加以考究! 正是因为这样，他的实验

研究能很快找出物理根子，并及时抓住物理成果! 事

实上，一个实验物理学家必须理解物理理论，同样，

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理解物理实验! 虞先生就

是这样做的，也是这样教我们的! 他的这种言传身

教，对我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，在我们自己的教学生

涯中，也时时处处学着这样做!
"#66 年，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，虞先生在北京

大学筹建了我国第一个核科学教育基地，就是后来

的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! 我们有幸成为这个领域的

早期学生，又聆听过他讲授的《 原子核物理实验方

法》以及《!、" 射线能谱学》等课程! 他备课努力、讲

课认真，他阐述生动、推导严谨，他板书工整、一丝不

苟，他诲人不倦、平易近人，他作风正派、待人热情，

这一切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也影响了他的

几代学生!

附录：虞福春先生关于原子核自旋、

磁矩和核磁共振的部分原创性著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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